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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变革中，教育无疑都处于基础地位。
这是因为教育变革就意味着知识更新，而知识来源和获取知识方式的改变就必然要使思想观念发生变
易，日积月累，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方式就随之变化，社会的转型就不可逆转了。
有鉴于此，近现代许多仁人志士都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身。
但是，“教育救国”必须在民主的法治社会中才能变为现实。
在军阀混战、武力至上的靠武装解决政权问题的历史时期，只能是美好的幻想。
不过，即使在社会动乱的年代，任何政治势力或任何党派要取得胜利，都需要人才，人才当然主要靠
教育去培养。
所以，无论何时，教育的基础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
　　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曲折而复杂的嬗变过程中，教育的
变革从来没有停止。
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个别洋学堂的设立，透出了教育变革的信息，而洋务运动中20多所新式学堂的
建立，则是对传统教育的严重挑战；戊戌维新运动提出的废除八股考试，敲响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
制度的丧钟，仅仅过了7年，就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随着辛亥革命的暴发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具有现
代意义的新教育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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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变革中，教育无疑都处于基础地位。
这是因为教育变革就意味着知识更新，而知识来源和获取知识方式的改变就必然要使思想观念发生变
易，日积月累，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方式就随之变化，社会的转型就不可逆转了。
有鉴于此，近现代许多仁人志士都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并为之奋斗终身。
但是，“教育救国”必须在民主的法治社会中才能变为现实。
在军阀混战、武力至上的靠武装解决政权问题的历史时期，只能是美好的幻想。
不过，即使在社会动乱的年代，任何政治势力或任何党派要取得胜利，都需要人才，人才当然主要靠
教育去培养。
所以，无论何时，教育的基础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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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具体研究有待扩展。
第一，应开辟渠道查找外文资料，使国内外材料得到印证和利用，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带动理论框架
的重大突破。
第二，应加强中外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资料与学术的合作与交流，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促使学术
繁荣，共同进步。
第三，点面结合，加强对典型留美学生的典型言行的论述，如重视对郭秉文、赵元任、晏阳初、胡适
等在美国的推进中美教育交流方面各自成就的分析。
　　另一方面，宏观理论上亟待提高。
第一，不能将留美学生从事的中美教育交流再定义在像以前那样的单方的向美国教育思想学习与宣传
的层次，要多注意文化交流双向互动的一般特征；应彰显留美学生在汉学、现代中国学等学术文化层
面对美国教育文化的能动性反馈，如实揭示中国教育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必须看到留美学生既是传播
美国教育的主体又是接受美国教育的客体的同一性，应以此为突破口明晰留美学生之所以能高品位推
进中美教育交流的原因。
第二，要避免仅重个案研究而乏整体分析的研究状况，要解读成千上万的留美学生组织状况与集体力
量，不应再把中美教育交流当成零落的教育现象，而应揭示留美学生沟通中美教育时的组织性，爬梳
出官方、民间有组织交流的史实。
　　总之，以往研究虽然各有价值，但有关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的专项研究尚存不少遗憾，
不够完整、系统、细致、深入，这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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